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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唐华，中共党员，中国农业科
学院硕士研究生，中级兽医师，市
扶贫集团驻奉节县平安乡工作队
队员。2019年10月被评为奉节县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2021年2月获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表彰。

韩鹏：沉心搞科研 致力搭平台
本报记者 李彦霏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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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鹏，中共党员，重庆市科学
技术研究院信息与自动化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云计算大
数据应用系统集成、智慧教育先
进技术与产品、智能物联网技术
与设备等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开发
工作，是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市特聘专家、
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
建有重庆市首席专家工作室和产
业级劳模创新工作室。曾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
步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7项，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和省部级
项目80余项，发表论文40余篇，
其中SCI、EI 检索 20余篇，获得
发明专利授权22项，实用新型专
利授权13项，外观设计专利授权
2项，获得软件著作权46项。

受父母影响走上研究之路

韩鹏从小在工厂厂区长大，父母
都在厂里从事科研工作。母亲在 20
世纪90年代初就获得了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对于年少的韩鹏来说，并不
明白这个奖项意味着什么，他也不了
解父母工作背后的含义，只是觉得能
够拿到那样的奖章和奖状在当时的厂
里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后来读大学
的时候，放假期间韩鹏会被母亲叫到
厂里给母亲打下手，在母亲的指导下
搞搞单片机编程，能看懂枯燥的汇编
语言代码，也能将语言代码应用于仪
表运行监控，让他对技术的应用更加
充满了憧憬。从小的经历和生长环
境，还有对技术的先天喜爱，他很早就
决定走科研这条道路。

韩鹏对于科研有着一以贯之的使
命感，科研的经历也带给他更深的触
动。21世纪初期，那个时候电脑的算力
还不是很高。读博期间的韩鹏和同学
有时候验证一组数据需要半天时间。
经过反复尝试，他们采取的方式是白天
优化算法，晚上回宿舍之前让程序保持
运行，第二天一早再到实验室查看结
果。他说有时候他们就会盯着屏幕等
着数据跳出来，不管数据的结果是让人
开心还是失望，回想起来，都是挺值得
怀念的经历。

他专注于科研，现在由于工作岗位
的原因，会花很多时间在管理上，但和
团队讨论研发方案和技术问题依然是
最让他感到开心的事情，一以贯之的使
命感和对于最终成果的期待，鼓励着他
和团队不断前进。

怎样有效提高科研成果
转换率

那么如何解决科研成果转化率低
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呢？目前韩鹏所在
的单位主要从事的是应用研发和成果转
化与示范。所以如何更好地让科研人员
的技术研发工作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
战场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他们一直非常
关心与企业的互动，深入了解市场和企
业的需求，寻找适用的技术，通过科研

人员的开发解决实际问题。
韩鹏还介绍道，为解决科研成果转

化率低这一问题，重庆市专门出台了
《重庆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对于
提高我市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会起到非
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加
大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的建设和推广，技
术经理人的培育，构建政府引导，市场
化运营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应该是从
本质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搭建平台惠及青年科技
工作者

在韩鹏看来，重庆市对于人才引
育，特别是打造人才服务上的“软环
境”，在全国应该说独具特色。从有关
部门逢年过节对专家1对1的慰问，到

最近出台的“英才卡”等专属服务，都让
专家和科研人员感到温暖和关怀。韩
鹏提到他工作的单位地处两江新区，其
出台的“两江人才”十条既强调了外部
人才的引进，又兼顾了已有人才的培
育，是很值得借鉴的举措。

2020年底，韩鹏加入了重庆市青年
科技领军人才协会，并担任协会副会长
一职。他恳切地谈到，协会成立的目的
之一就是搭建平台，让青年科技工作者
的工作被更多的人和相关部门看到。同
时，他期待着通过协会的平台可以让外
界的目光多关注一些刚毕业不久、有创
新热情但缺乏资源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他还希望将
他的科研理念传递给年轻科技工作者，
那就是“做科研要能沉得下心来，持续
钻研，直到找到最恰当的解决方案”。

唐华的老家在开州区赵家镇，现
居住在重庆渝北区。

时间回到2018年9月，唐华怀着
一腔热情主动请缨，经组织批准后奔
赴离家约500公里的贫困山区——奉
节县平安乡驻乡帮扶。两年多来，他
克服孩子小无人接送上学和无法辅导
孩子学习等家庭困难，把全部心思和
精力都用在脱贫攻坚上。

事实上，从医药制造业“跨界”到
脱贫攻坚，对唐华是一场考验。从进
驻平安乡那天起，他坚持学思践悟、知
行合一，认真学习产业扶贫、住房保障
等扶贫政策和业务知识，从“门外汉”
变成“扶贫通”。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
策”。近年来，太极集团结合自身产业
优势及扶贫地区地处山区的地理环境
优势，在对口扶贫地区积极推动产业
扶贫，大力发展集团产品所需要的原
生道地药材种植。

在平安乡，根据领导安排，他始终
把产业扶贫作为工作重点，因地制宜拓
宽产业致富路，配合种植公司积极采取

“企业（村组集体、合作社）+基地+农户”
订单式合作经营模式，规模化发展药材
种植，并协助引导贫困户通过土地入
股、土地流转、土地托管、联耕联种等方
式与经营主体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
通过订单带动、利润返还、劳务合作、保

底分红等“产投融”新模式，让当地药材
种植产业发展“有奔头”，进一步做大中
药材种植规模和产量，实现农民增收致
富，贫困户稳定脱贫。

两年多来，为支持平安乡产业发
展，促进老百姓致富增收，唐华往来奔
波于崎岖山路、城乡之间，马不停蹄地
搞调研、跑项目、找资金、请专家。他
积极参与企业引进、助推项目落地，协
助完善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入企务
工、订单种养等利益联结机制，因地制
宜发展了一批“蔬菜村”“药材村”“养
殖村”等特色产业村。

他多次回到太极集团总部，向领
导汇报平安乡的地理环境、药材种植
等情况，争取帮扶资金161万元用于全
乡天冬、百部、紫菀、金荞麦等中药材
种植发展，其中天冬规范化种植示范
基地收成后，预计3年内可带动周边
农户种植上1000亩。如今，全乡药材
产业发展势头迅猛。

消费扶贫，一头连着贫困地区，一
头连着广阔的市场，是推动产业扶贫
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平安
乡，唐华始终亲力亲为、多方协调，积
极推动消费扶贫，多渠道推动扶贫产
品融入市场，打通脱贫“最后一公里”。

2020年，唐华积极向领导出谋划
策，协调争取扶贫集团成员单位和社
会各界力量的支持，帮助文昌村新建2

个农副产品加工扶贫车间，其间，他积
极帮助厂房选址、商标注册、设备选
购、包装设计、产品生产、资质认证、销
售运营、车间管理等。扶贫车间建成
几个月来，务工招收困难群众20人，其
中贫困户9人，实现销售近100万元。

他还积极牵头筹办“平安有礼·逐
梦小康”“扶贫产品进机关”等消费扶
贫活动，探索推广电商扶贫、直播带货
等消费扶贫方式，助推优质农副产品
进城入户，每年协助扶贫集团成员单
位消费扶贫500万元以上，全力帮助
平安乡、奉节县销售农副产品，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

两年多驻乡帮扶，脱贫攻坚战场
上留下了他的身影，功勋册上记下了
他的名字。但在唐华心里，脱贫攻坚
的胜利不是终点，是新奋斗的起点。
他相信平安乡的产业一定会不断壮
大，群众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唐华：驻乡帮扶 助力脱贫
本报记者 何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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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的基础设施包括硬件、软
件、智件三个层面，但现有AI方法论
不足以支撑 AI 能力继续升级。当前
AI应用研究方面，中国和美欧差距不
大，但是AI基础研究、基础设施方面
的差距不容小觑。

除了基础算法长期的投入之外，
我认为应该加强基础智件体系的研
究，过去在硬件方面有计算中心、数
据中心，未来还需要建立 AI 算法中
心、知识中心，甚至建立国家级的知
识中心。 ——山世光

（山世光，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
究所研究员）

5G网络提供高带宽、极低时延、
大连接等高品质业务的同时，也面临
骨干网拥塞、实时性不够、数据安全和
隐私等新的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
边缘计算成为了5G及物联网时代的
热点技术。 ——朱堃

（朱堃，中兴通讯电信云规划总工
程师）

公共 AI 算力、开放平台、知识中
心等人工智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除
了助力技术落地、加速技术突破之外，
也应在促进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李修全

（李修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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